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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刑法理论与制度对中国较全面地发生影响始于晚清。
清朝末年，西风东渐，仿效欧洲法律、创制新律以强国，势成必在。
而在如何采撷西法方面，日本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日本旧制，本依中国唐法，明治以后，改用欧法，从而国势日盛，一跃成为东亚强国。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的发起下，一些曾在和正在日本学习或者进行过访问研究的中国中
青年刑法学者组织和编修了这套《日本刑事法研究丛书》。
这些中青年学者是都具有较长时间刑法学专业研究的背景和较强的日语能力，而且，都与相关的日本
刑法学者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这些条件都为这套丛书的内容与质量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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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英美为参照，对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反省的，是平野龙一教授和井上博士。
平野教授从团藤教授的学说出发，但并不仅仅停留于本质为内部确定力的见解。
根据其学说特征，或许称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论更加妥当。
　　5.田宫裕的既判力理论特色　　第一部分。
田富裕教授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见解，是一个堪称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内容极其丰富。
以下我们从他对自己的老师，团藤重光教授观点的商榷，可以较为清楚地窥见他对英美和大陆法系体
系本质把握的深度以及精湛的理论功底。
　　田富裕教授指出：概括地讲，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在大陆法系被作为确定力的理论，在英美法系
则被作为二重危险来考虑的。
我认为从本质上考察、两者是相类似的。
但是，在我国学者团藤教授却认为，至少在下述三个方面，英美的二重危险内容与大陆法系的一事不
再理，存在着相当不可忽视的差别。
第一，判决以后，与该确定毫无关系，立即发生二重危险的事由。
不！
甚至在判决作出之前，可以认为在被告人已经处于危险之中的诉讼阶段之程序进行时，仍然会产生禁
止二重危险的问题。
第二，对于无罪判决的上诉，即检察官的上诉将触击到禁止二重危险的问题。
根据上诉也会产生再度危险。
第三，禁止二重危险，仅认可“同一犯罪”，该观念远比大陆法系的“同一行为”的范畴更加狭窄。
的确，仅从上述三点看，是与大陆法系存在着巨大不同特色。
但是这三点并非与二重危险的本质紧密相联。
田富裕教授强调：首先我认为第一点，是指二重危险抗辩权发生的时期。
虽然在美国的判例里也能够看到较为急进的东西。
但是，若对英美的理论进行全面的实质性的考虑，就会将其理解为一审判决的时间。
在一般情况下，可认为确定尚未生效。
但是在英美本来就不存在确定这一概念，因此正确的理解是，与大陆法系一事不再理原则中存在的确
定要素相对，在英美理论中不存在确定要素，即便不算错误也是不合适的，以确定要素为标准本身来
比较，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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